
 

 

学位授权点名称： 光学工程 

学位授权点代码： 0803 

学位授予层次： 博士      ☑    硕士      ☑ 

学位授予类型： 学术学位  ☑    专业学位  □ 

 



一、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

光学工程学科充分发挥自身数理基础优势，开展从基础

理论创新到技术变革与产业及国防应用的全链条研究。

2021 年进入复旦大学重点建设学科，2023 年博士后流动站

成立。学科致力于培养在光学工程领域能够从事教学与科

研的高层次领军人才。毕业生将具备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目

标和社会民生需求进行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的能力。 

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46 人，包括双聘中科院院士 2 人、

讲座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1 人、讲座教授新加坡工程

院院士 1 人、国家及省级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 19 人。学科

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，又有一批年

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，专任教师生师比为 3:1；研究生导师

生师比为 3:1。多人在中国光学学会、光学工程学会、物理

学会等学术组织任要职。 

学科所在学院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研究生的思想建设和

管理服务工作，成立由党政领导牵头，辅导员、专业教师

和行政教辅等组成的研究生管理团队，中共党员比例 100%，

形成育人中坚服务力量。学科现有在学研究生 101 人，其

中博士生 63 人、硕士生 38 人。2024 年培养博士和硕士

7+13 人。除继续在境内外深造，大多数毕业生就业单位包

括国家党政机关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或各类高科技企业

（如华为、中兴、字节跳动等），就业率超过 98%。 



二、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

为提高生源质量，每年举办针对本科生的夏令营和推

免面试活动，选拔具有科研潜质和创新能力的优秀硕士研

究生和直博研究生。同时，进一步完善博士生申请-考核选

拔机制。通过申请材料初审，考生 PPT 汇报，考核专家组

考核等构建全方位的考核体系，使研究生复试公正、公平、

公开，选拔具有科研潜质和创新能力的优秀学生。2024 年

共招收硕士研究生 18 人，其中推免生 15 人，考试方式录

取 3 人；招收博士生 31 人，其中本科直博生 14 人，硕博

连读 5 人，普通招考 12 人。录取的研究生中 80%以上来自

于本校及上海理工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北京理工

大学、山东大学、中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中具有推免资格

的优秀本科生。 

继续完善质量监督体系，研究生除修完规定的课程学分

外，在培养过程中严格把关开题报告、资格考试、中期考

核、学术活动、实践活动等培养环节，加强对学生的指导

与管理。在毕业环节上，论文内容采用信息化管理方式加

强监督，并采用内部审查、预答辩、论文预盲审的形式，

由评委专家对论文内容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评估，确保学

位论文质量。 

积极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，在学校的指导下

循序渐进完成各项研究生教育重大改革创新项目，扎实有



序推进各项工作。研究生在学期间几乎全部参与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，取得多项创新

成果。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、论坛、访学活动，

以及各种竞赛活动等，已有多名研究生在全国各项竞赛中

获奖。 

由于学科起步较晚，科研平台层级与数量有待提升，

优秀师资数量仍较不足，学生总体规模偏小，取得的突破

性成果相对较少。建议继续加强引进具有全球化视野、研

究方向引领当前光学工程学科发展的优秀年轻人才，同时

增加招生名额，提高研究生待遇，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攻读

本学科研究生。 

三、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

发挥教师党支部、研究生导师等的思政引领作用，形

成“导师+辅导员+教管”协同育人体系。在研究生中抓好

党的建设，组织师生到国家重点单位考察、学习、交流。

重视并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，拓宽视野和

学识。由教师带领并帮助研究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，提高

学术水平、团队合作意识和组织沟通能力。引导学生沉下

心来专注于从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、满足国家需求的原创

性科研工作。教育学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，坚持学术诚信

要求。 

研究生导师是决定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。学科



近五年已引进 7 名优秀人才，大大提升了师资整体水平。

加强导师队伍建设，组织导师沙龙，开展学术道德规范、

课题组文化、和谐导学关系等专题导师育人经验交流座谈

会。修订导师遴选方案，提高导师任职基本要求，并通过

第三方平台进行同行评议。落实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核

机制，强化以培养条件和培养质量为导向的竞争性分配机

制，招生计划向重点发展领域、新兴和交叉学科、高水平

师资、重大科研平台和项目等倾斜。每年选拔指导水平高、

培养条件好、综合能力强且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导师为

卓博导师，从本科最后一学年开始对一些有志于学术研究

的优秀学生，制定专属个性化培养方案进行培养。 

规范研究生教育各环节管理制度，制定博士生分流退

出实施方案。以健全学位论文质量内控机制为核心，充分

发挥学位评定分委会的作用，将分委会专家组评阅环节纳

入学位申请流程，严把学位授予质量关。根据本学科的特

色和优势，修订学位授予标准，破除“唯论文”，树立创新

型工程教育“新理念”，构建新兴工科和传统理科相结合的

学科专业“新结构”，培养具有“国家意识、人文情怀、科

学精神、专业素养、国际视野”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。 


